
第 9卷 第 3期 

2 0 01年 9月 

中 国 生 态 农 业 学 报 

Chinese Journal of Eco Agriculture 

Vol 9 

SeDt． 

NO．3 

2001 

马坪镇生态农业建设途径研究* 

程 炯 李新通 章 宪林绍华 叶绿保 

檑建师范太学自然资源研究中心 福州 350007)(福建省漳州市农业区划办公室 漳州 363002) 

摘 要 舟析 了福建省漳浦县马坪链农业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该铺生态农业建设的有救避桎·即调整 

畜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食品产业；应用生态农业技术，优化农业组合；加强纛林资源的培育与管理，提高生态系 

统的稳定性；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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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Maping Town，the ways of 

eCO—agriculture construction were put forward：adjusting the structure of animal husbandrytdevoting major efforts 

to developing the green—food，applying the eeo agriculture technologies，enhancing the 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improving the stabilization of ecosystem，developing tourist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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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是我国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村经济综合发展的有效途径，是“持续、协调、稳定”农业发展战略的 

最好体现。80年代以来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规模日益扩大，综合效益越来越好，改善了生态环境，提高了群 

众生活水平，增强了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本项研究分析了福建省漳浦县马坪镇农业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生态农业建设的途径 ，为同类乡镇生态农业建设及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l 马坪镇农业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马坪镇位于福建省漳浦县的东北部，地处东经 117。51 56 ～117*57 08 ，北纬 24。11 08 ～24。17 06 ，地势 

东北高、西南低，为典型的丘陵山地地貌类型，4季常青，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21℃，年无霜期为 320～ 

349d，年活动积温 7400~7700℃，年均日照时数 2074h，年降雨量 1ZO0~1500mm，适于农作物尤其是喜温、 

喜湿植物的生长发育，适宜作物 1年三熟耕作制度。全镇辖 6个行政村和1个农场，总土地面积5Z．25km ，其 

中耕地 1086．7hm ，占总土地面积的 20．8 ，人均耕地 0．063hm 该镇现有林地面积111．28hm ，占总土地 

面积的 21．33 ，人均面积 0．064hm 林地构成中有林地 591．12hm ，占 53．o5 ；灌木林 2．41hm。．占 

0．22 ；疏林地 6Z．51hm ，占5．61 ；未成林地 91．73hm ，占8．23 ；迹地 366．51hm ，占 32．9 ，森林覆盖 

率较高，但林分质量不高，针叶林面积多，阏叶林面积少；用材林多，防护林少；幼林多，中成熟林少。该镇地形 

起伏较大，气候多台风、暴雨 ，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潜在脆弱性．一旦山地植被遭受严重破坏 ，高温与多雨有 

利条件即转化为破坏力，加速生态环境的恶化，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河道淤积。 

该镇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一是农业种植结构不合理，过去一直侧重于粮食与经济作物生产，而对饲料作 

物生产重视不够，1 990年粮一经一饲种植比例为75．6：ZO．0：4．4，1998年为 67．0：21．1：11．9，饲料作物种 

植面积在 3元结构中所占比例仍较少。据研究我国南方粮一经一饲 3元结构种植最佳比为46．0：24．3：29．8 ]。 

饲料短缺导致人畜争稂．使粮食短缺问题更加突出，也影响了畜牧业发展和畜产品质量的提高；二是畜牧业 

发展滞后 ，比重偏低．1 994～1998年该镇畜牧业产值分别为 697万元、908万元、890万元、1078万元和837 

万元，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1998年畜牧业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 13．5 ，而种植业为 2989．3万元， 

占农业经济总收入的48．1％，畜牧业的发展滞后于种植业的发展，极大地制约了该镇农副产品的综合利用。 

· 九五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96—92C~24 01 06)部分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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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结构不合理，1990～1998年该镇猪肉产量占当年总肉量的比例分别为72．3 、66．1 、61．4 、 

55．5 和 56．2 ，禽肉产量占当年总肉量的比例分别为 22．7 、24．0 、31．2 、35．9 和 34．8 ，牛羊肉 

产量占当年总肉量比例分别为 5．o 、9．9 、7．3 、8．6 和 9．o ，耗粮型家畜猪占比重较大，猪肉所占比 

例近年虽有所下降，但仍在 5 5 以上，而草食牲畜比重较低且所占比例无明显上升趋势，这说明该镇畜牧业 

结构呈倒金字塔形一波动大且极不稳定。饲料能的转化效率低，该镇秸秆饲料利用率<50 ，若将剩余农作物 

秸秆氨化处理则可增加养牛 3000多头，从而提高牛羊肉比重。不同的牲畜能量转化效率不同，役用牛比例 

高．占71．4 ，但该镇役牛耕作时间短，造成大量畜力能的浪费。此外，该镇以分散经营为主，养殖规模小，户 

养 1头牛或 1头猪的现象十分普遍，经济效益低下，不利于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产业的合理分工；三是农业生 

态环境恶化，该镇农业发展的同时也给农田生态系统带来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物质的循环利用、生物能及光 

能的利用率仍较低，另一方面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的投入不断增加，造成农田、果园生态环境退化及生态系 

统自我调控能力的减弱。9o年代以来马坪镇农药、化肥、地膜的使用呈逐年递增趋势，年均递增率分别为化 

肥2．5 、农药 6．5 、薄膜 14．1 ．而同期粮食的递增率仅为 1．2 。 

2 马坪镇生态农业发展途径 

根据生态农业建设的指导思想与原则，马坪镇生态农业发展途径一是调整畜牧业结构，加快畜牧业发 

展 畜牧业是生态农业系统的重要产业，发展畜牧业有助于把系统内人类不能直接利用的农副产品转化为各 

种畜产品，为其他农业生产部门提供更多的有机肥料，从而遏制传统有机农业向高能耗无机农业转变。该镇 

发展畜牧业的总体思路是调整畜牧业结构，以发展节粮型畜牧业为主导，重点发展肉牛、奶牛养殖业。改变品 

种一提高猪、家禽、牛等饲料能的转化效率，提高经济能的产出，鼓励和扶持专业户进行规模化生产，逐步实现 

规模经营。合理规划草场面积，提高氨化技术，加快畜牧业的发展。加强配套加工、销售等环节设施的建设， 

以支持畜牧业的发展，实现产供销一体化模式。此外加强畜粪的收集、处理和利用，大力发展沼气池，为广大 

果园和农田提供有机肥源；二是大力发展绿色食品产业，根据市场需求，借鉴外地经验，以建设绿色食品生产 

基地为先导，按照“先易后难、稳步发展、建立基地、开发市场”的原则，重点发展无公害水稻，建设无公害、反 

季节蔬菜基地，大力发展“名、优、特、稀”绿色水果如荔枝、龙眼、香蕉、棕包梨等，创造条件发展绿色食品加工 

业；三是应用生态农业技术，优化农业组合，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重点推广生物技术，如水稻生产 

推广应用增产菌和耐氨固N菌，水果生产推广应用低毒农药和生物防治方法等。改革耕作制度，因地制宜推 

广粮、糖、油、菜、绿肥等作物轮作、间种套种，实行高低结合、长短结合，立体种植，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光能利 

用率，实行水旱轮作，减少病虫害，改善土壤结构，实行养地与用地结合，增加土壤肥力。充分利用气候资源， 

扩大饲料种植面积，提高饲料生产力，利用冬闲田和田埂、边角资源扩种饲料作物，建立饲料生产基地，确保 

饲料生产持续发展。合理组建并推广较有成效的生态农业模式，在农田(主要指平原区)组建高优立体种养生 

态模式，在果园(低丘台地)发展果牧复合生态经济系统，在广阔的山地大力发展农林复合经营模式。发展以 

沼气综台利用技术为纽带的庭院经济系统，综合利用沼气、沼液、沼渣浸种、培果、种采、养鱼和种菇等，发展 

庭院种养加业，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户提供优质燃料，促使人畜粪便无害化处理，从而改变庭院乃至整个农村 

环境卫生；四是加强森林资源的培育与管理，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森林是陆地最重要的多功能、高价值优 

势的自然生态系统，可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净化空气、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农牧业生 

产和水利设施、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等，通过资源管理、培育增殖等多种途径扩大森林面积，提高林木质量，实 

现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双重效应。故加强森林资源的培育与管理，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该镇生态农业建 

设的重要目标之一 五是发展休闲观光农业，该镇有独特的南国乡村风光，背山面海，与台湾隔海相望，自然 

风光优美t空气新鲜，4季百花盛开，具有区位优势，其发展休闲观光旅游对策是统筹规划，形成农业与旅游 

项目、服务设施相配套的格局，开发建设旅游农业园区，包括季节性水果园、花卉观赏园等，依托和利用城镇 

交通、基础设施，提供游客服务场所，开发旅游产品，活跃旅游商品市场，突出农业生产特色和乡村自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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